


作
，

一方面是及时协调路内外各单位之间
、

路内各工种之间相互的特定的生产关系
，
搞好运输

组织工作
，
以确保运输这架大联动机按计划正常运转

。

这种关系处置好了
，
生产便能经济地

顺利实现
，
铁路部门效益由此产生� 另一方面是合理组织和充分利用各项运输生产设备

，
使

其闲置时间降到最低限度
。

设备利用率高了
，

经济效益就出现了
。

加强运输组织工作
，
主要

由分局负责
。

一个站段
，
管不了面上的组织工作� 一个路局管辖上千公里铁路

，

范围跨几个

省区
，
无法管得太具体

。

分局这级组织
，
恰恰适中

。

可是
，
分局上述的两项主要职能

，
去口被几个不相适的条件限制了

，
使其得不 到 充 分 发

挥
。

第一
，
经营权太少

，
企业搞不活

。

由于铁道部门运输生产的高
、

大
、

半 特点 的 影 响
，

部
、

局经营权也过分集中
，
统得过死

，
发挥不了分局的积极性

。

例如
，
增加装车数

，
受运输

计划的限制
�

采用新的运输组织措料
。

受试验条件
、

设备条件
、

资金条件的限制
�

想扩大运

输能力
，

受基本建设投资的限制
，
等等

。

由于这些限制
，
分局很 自然地养成了奉命行事的习

惯
，
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

，
企业无生气

。

第二
，
没有资金权

，
有计难施

。

按一九八六年部的收入分配办法
，

部对路局基本上仍按

老办法办
，
只是作了

“
微调

” ，
即提高单价

，
超产加价

，
超收提成

。

路局的收入只是在有限

的范围内有所增加
，
没有大的变动

。

预计
，
各路局对分局的收入分配

，
也会套用这个办法

。

这样
，
分局有权支配的资金更为有限

，
没有解决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基本资金问题

，
有效的

技术措施
，
往往因此而不便实现

。

第三
，
没有基本建设投资权

，
限制了技术设备的发展

。

按照国家的现行规定
，
为了控制

基本建设投资规模
，
在一定投资额度内

，
企业有权审批基本建设投资

。

但是
，
这些权基本上

集中在 不和路局
，
而直接在生产第一线的分局

，
并没有多大权限

。

这时
，

生产急需的某些工

程项目
，
却因权在上边

，
审批手续繁琐

，
工程不能及时上马

。

运输发展落后于工农业生产的

发展
，
慢慢地扩大了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

。

要充分发挥分局生产经营的积极性
，
就要研究解决上述儿个限制条件

。

二
、

扩大分局主要权限的方向

根据上述分析
，
分局从生产上

、

从创造效益上
，
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实体

，
具

有法人资格
，
这就有利于开展各项经济活动

。

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
，

扩大分局主要

权限应从下面儿个方面考虑
。

�一 �扩大生产经营权

分局要能独立自主地完成运输任务
，
才可以极大地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

。

在 目前
，
铁路

运能紧张
，
路网上还有一些限制 口的条件下

，

分局行使运输生产 自主权
，
可在下述两个条件

下去实现
，
第一

，
执行部规定的重点物资 日装车计划� 第二

，
执行交接 口的重空 车 交 接 计

划� 控制运用车保有量
。

分局的运输生产 自主权主要表现在
�

�
、

执行国家客货运量的指导性计划
，
有权安排超计划的运输量

。

在实行经济承包的情

况下
，
运输 量计划只是为企业指标管理的一个奋斗 目标

，
是全体职工的努力方向

。

这时的计

划
，
可以定为指导性质的计划

，
不必硬性规定为指令性质的计划

。

对于物资单位
，
仍然推行

计划运输
，
按计划办事

，
把运输组织工作做在物资进入货场之前

，
不过要简化计划程序

。

要



建立二线计划制度
。

所谓二线计划
，
是指按分局运输量指导性计划安排后剩余运输量所列入

的计划
，
即这些物资是在运输能力富裕时去完成的运输量

。

有人可能认为
，

指导性计划意味着可完成也可以不完成
。

决不能这么理解
。

因为完不成

运输计划
，

便得不到运输收入
，

分局对此不会掉以轻心的
。

当然
，
为了监督指导性计划的完

成
，
也可运用合同形式来约束

。

运输量作为指导性计划
，

可以简化分局超计划完成运输任务

的审批手续
。

�
、

有权接受社会上委托的重要的临时性客货运输任务
。

属于管内运输的
，
由分局 自行

决定� 跨分局的
，
应同有关分局协商� 仅涉邻分局的

，
只要不超过规定的分界 口交接量

，
可

以自�、决定
。

涉及国际联运
、

陆海联运的
，
按部规定办事

。

�
、

开展多种经营
。

通过经济承包责任制
，
分局及其基层站段的人浮于事的现象

，

有可

能减少
，
精简的冗员

，

可以安排开展多种经营
。

例如
，

利用铁路旅行方趣的有利条件
，
组织

旅游服务公司
，

成 立为旅客服务的旅唁
、

小卖部
、

餐厅
，

搞好餐车营业
，

还可以组织其他工

商企业
，

等等
。

�
、

提高服务质 最
，

明全心 仑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
，

完成屯多的客 货运 输 量
。

服 务 项

目
，

按旅客需要来设� 服务质员
，
要求客运人员开展礼节化

、

程序化
、

标准化服务活动
，

货

运 人员除了同样坚持这 “ 三化
”
外

，
还要开展爱货活动

。

如何开展活动
，
由 分 局 决 定

。

目

前
，
运能满足不 了运量需要的情况下

，
�是高服务质量的需要往往被掩盖

。

这是不正常的
。

提

高服务质里
，

扩大服务内容
，

这是分局应抓的重要一点
。

�二 �实行有一定范围的灵活的运价政策

现在的铁路运价
，
价格背离了价值

，
这是不符合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

。

实行灵活的运价

政策
，
废除统一运价

，
可以减少某些不利因素

。

但是
，

为了便于国家的宏观控制
，
可以制定

有上下限的运价制度
，
由分局根据运输成本

、

客货流量
、

市场需求
，
以及需要利用运价这个

工具起钊激作用等因素
，
决定适用运价

。

这种措施
，
既抓住了宏观控制

，
又能促 使 微 观 搞

活
，
还考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

。

分局有权决定的运价有
�

�
、

政策亏损的新线运价
。

过去有些祈线的建设
，

论证不够
，

交付运营长期亏损
，
导致

有的路局接管新线不积极
。

实行亏损新线另定运价
，
权限应该下放分局

，
上级机关只控制运

价的波动幅度
。

�
、

�也区
‘

�生
、

季节性
、

等级列车的运价

不同地区的运价应该是不同的
，
这是因为

，
运输成本不一样

。

客货流量不一样
，
经济发

展程度不一样
。

地区性运价
，
由部划出地区

��叮范围和运价波动的幅度
，
由分局具体决定

。

例

如
，
西南地区三线铁路

，
造价高

，

运输成本高
，
运价也应该高一点� 东南沿海铁路造价低

，

运输成木低
，
运价可以低一点

。

但是
，

西南地区新线客货流量小
，

为刺激人们利用这些铁路
，

运价又要适当下调一点� 东南沿海客货流量大
，

为促使人们利用其他运输工具
，
运价可以

�

上

调一点
。

就这样综合不同因素
，
决定地区性运价

。

与此同时
，
取消运价为递远递减的制度

。

季节性运价是指不同季节
，

允许运价有波动
。

其实质是指客货运淡季
，
运价可下调一个

系数� 运量旺季
，
运价可上调一个系数

。

在运能 与运量矛盾较大的今天
，
实行这 一 运 价 制

度
，
可以起到一定的调整运量的作用

。

例如
，
旅客运输就可以实行这种运价制度

。

等级列车的运价
，
是改革现有旅客列车划分标准而建议的一种运价

。

在 旅 馆 业
，
通 用







的启迪
。

三
、

其 它 建 议

�
、

撒销路局这级组织

目前路局一级组织在职能上与分局完全相仿佛
，
只有范围大小不同的区别

。

分局一级成

为独立经营
、

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以后
，

要求获得信息的速度要快
，
让上级帮助解决间题也

要迅速
。

撒去路局一级组织
，

减少一个中间环节
，

分局上面直接对部 �或全国性铁路运输机

构 �
，
下面直接对基层生产单位

，
便可以达到上述目的

。

路局撒销以后
，
范围较大的运输组

织工作
。

例如
，
山西煤炭运往秦皇岛

、

青岛等地的运输组织工作
，
可以运用经济 合 同 形 式

�可经铁路公证机关进行公证�
，

固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
，
也可以使运输环节的衔接达到

比较理想的目的
。

路局有些机构
，
如工程处等

，
可以组成 自负盈亏的企业机构

，
负责地区性

的各分局技术改造或新建工程的任务
。

在路局撒销的同时
，
分局局界范围适当扩大

，
要作科

学的调整
。

�
、

精简机构
，
压缩非生产开支

分局及其所属机构
，
应该根据精简的原则作出合理调整

。

但总的趋势应是
�

机构要少
，

人员要精
，
以压缩非生产性开支

。

现在
，
有些地方是机构臃肿

，
人浮于事

，
相互扯皮

，

效率

很低
。

压缩机构
，
可以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

。
与此同时

，

要加强从货物计划运

输开始的系统的运输组织工作
，
健全运输指挥机构

，
充实上层指挥人员

，
以实现科学的调度

指挥
。

对分局的各类人员
，
部要有全盘的培训计划

。

分局级领导人
，
管运输生产的

，
要由运输

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双学位的
、
有开拓精神的大学生担任

，

科室站段负责人也要有一定的文

化素养
，
以利于把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应用到具体业务工作之中

。

提高员工素质的具体工作由

分局去做
，
但限于师资力量

，
部要负责脱产培训干部的指导与组织工作

。

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对传统观念一个重大的突破
。

改革分局体制
，
扩大分局权限

，
应该

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指导思想
，

这样便可搞活分局经济
，
促进分局的经济发展

。

但是
，

由于过去我们是在传统观念下设立机构
、

确定体制
，
因此

，
今天运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

念来改革
，
必然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

，
只要方向对头

，
坚持下去

，
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

主义铁路是可以实现的
。


